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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keynote of fishery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implement the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2018~2030)”,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quatic biological security system. Guided by the overall 
idea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healthy aquacultur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quatic bio-security system 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put forward in five aspects: investigating 
the supporting capacity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carrying out quarantine 
of aquatic fingerlings, establishing innovative team of aquaculture health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aquatic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building a demonstra-
tion base of biolog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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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发展已成为渔业经济发展的主基调。落实《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围绕提高产

业发展质量效益，本文分析了水生生物安保体系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形成病害防控与健康养殖整体

思路为指导，在调研疫病防控机构支撑能力、开展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组建水产养殖健康管理创新团队、

提升水生动物疫病防控体系能力和建设生物安保试验示范基地5个方面提出山东省水生生物安保体系建

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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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 年)》提出要研发绿色生产技术，重点推进新型疫苗及诊断制品

生产、动物重要疫病综合防控、水产健康养殖及清洁生产和新型高效疫苗规模化生产等技术攻关。 
在渔业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山东省围绕提高产业发展质量效益，构建绿色发展支撑体系，以推进

渔业病防控体系建设为抓手，形成病害防控与健康养殖整体思路，积极推进水生生物安保体系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 

2. 基本情况 

2.1. 建设疫病防控机构 

全省建设省、市、县(市、区)三级水生动物疫病防控中心(渔病医院)55 处，建成水生动物防疫实验室

54 个，具备防疫工作能力人员 176 人。疫病防控机构依托推广机构建设占比 86%，1 家市级和 10 家县级

疫病防治机构通过编办批复。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具备开展第三方公正检测的资质，允许按规定使用

CMA 标志。日照市海洋与渔业研究所和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等多家单位参加了农业

部疫病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部分市、县级水生动物疫病防治站具备常见病害检测与诊断能力。 

2.2. 开展病害监测报告 

2003 年起开始承担农业部水生动物重大疫病专项监控任务。2014 年以来在滨州、东营等 15 个地市

累计开展 1195 个批次样品鲤春病毒血症(SVC)、白斑综合征(WSD)等疫病专项监测。2000 年起依托渔业

技术推广机构建立全省病害测报网络，全省 16 个地市 349 个常规测报点和 40 个精准测报点按月开展水

产养殖动植物病害测报工作，每月形成一期病情分析报告和次月预警预报，该工作被省政府纳入全省便

民服务事项。 

2.3. 构建人才支撑体系 

组建全国首家省级水产养殖病害防治专家委员会，设置了刺参、虾蟹类、海水鱼、淡水鱼和贝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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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别 30 名专家队伍。建立了 164 名渔病防“线上”专家队伍，启动“渔业通”信息化平台远程问诊。

组建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渔业创新团队水产养殖病害共性技术研发小组，加快病害共性技术研发攻

关。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建立涵盖技术推广机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层疫病防治站等人员在内的

技术培训体系，年培训渔病防技术人员 1 万余人次。 

2.4. 强化科技支撑能力 

聚焦刺参、大菱鲆、牙鲆、凡纳滨对虾等重要养殖品种，整合国家海洋公益专项、省重点研发计划

等科研项目，接续在水产动物营养与品质调控、疾病诊断和疾病防控三个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山东省海

洋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在海水健康养殖、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累计转化技术成果 12 项，开发新产品、

新技术和新应用近 20 项。依托省农业良种工程项目，创制“高抗 1 号”刺参等 10 个具有显著病害抵抗

能力的养殖新品种。 

2.5. 示范渔病防新模式 

示范推广“海上粮仓”泽潭、明波、海益、滨海红星、威海长青 5 个水产养殖先进模式。编制《内

陆水域“测水配方”水生态养护技术规范》，总结出以渔控草、以渔控藻、以渔控外来有害贝类、水生

动植物和微生物 5 个典型生态养殖模式。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成为产业新模式，养殖装备和技术日趋成熟。

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养殖尾水梯度利用、稻渔综合种养等生态等健康模式正在兴起。试验示范的对

虾–鱼类生态化混合养殖模式降低凡纳滨对虾养殖发病率 15%，刺参–凡纳滨对虾接力式养殖降低高温

期池塘刺参养殖损失 40%以上。 

3. 存在问题 

水生动物防疫是动物防疫重要组成部分[1]。我省水生生物安保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仍存在起

步晚、基础薄弱和诊断能力不强[2]等发展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疫病防控机构作用发挥不足。市、县两级水生动物疫病防控机构(渔病医院)运转面临“三缺”(缺

人员、缺技术、缺培训)和“两无”(无稳定经费、无固定任务)问题，难以正常开展实验室检测工作，主

动社会服务意愿不足。 
二是养殖苗种质量存在风险隐患，国家、省水生动物疫病专项监测基本能覆盖省内重点原(良)种场，

但未建立苗种产地检验检疫工作体系，南方凡纳滨对虾苗种、本地其他苗种生产企业游离监测体系，凡

纳滨对虾肝肠孢子虫、草鱼出血病等养殖危害较大病原存在漏检风险。 
三是养殖企业偏重养殖生产技术，没有建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技术体系，普遍缺少疫病自检或诊断

能力及工作计划，缺少生产管理全过程风险关键点系统识别和防控措施，缺少生产标准操作程序和生物

安保计划，缺少疫病报告意识，对生物安保的整体认识薄弱。规模养殖企业或渔业专业合作社重视实验

室能力建设，但主要开展日常水质监测或发病时简单病害诊断，病原检测和疾病确诊能力不强。 

4. 路径建议 

依托渔业技术推广体系和渔业龙头企业开展工作，突出生物安保体系试验示范，参照有效隔离、全

程监控、管理规范、环境友好的无规定疫病苗种场建设原则[3]，探索改进渔业绿色发展新思路，加快渔

病防新模式新技术转化应用到基层和企业。 
一是开展疫病防控机构支撑能力调研。开展全省水生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支撑机构(含驻鲁单位)检测

能力调研，摸清全省疫病防控人员、疫病检测能力和实验室检测资质等基础信息，系统分析疫防机构区

域分布和检测能力[4]，分地市建立水生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支撑机构数据库，为苗种产地检验检疫做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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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撑。 
二是推进水产苗种产地检验检疫工作。建立省、市、县三级苗种产地检验检疫工作机制[5]，明确责

任分工。对内依托疫病专项监测和病害测报体系，实现重点水产原(良)种场和重要苗种场检测全覆盖；对

外摸清主要养殖苗种来源渠道，建立主要苗种产地准出和销地准入的双检疫制度。 
三是组建水产养殖健康管理创新团队。结合苗种产地检验检疫试点工作需要和全省水生动物疫病防

控技术支撑机构能力建设情况，有效串联驻鲁科研机构及省、市和重点县级疫病防控中心资源，组建山

东省水产养殖健康管理创新团队，稳定支持实验室开展疫病检测，积极开展社会疫病检测服务。 
四是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体系能力建设。摸清全省渔药生产经营企业、水生动物诊疗机构、执业兽医、

企业自诊自防人员情况，建立全省水产养殖疫病防控体系政府、科研机构、推广体系、渔药企业、诊疗

机构、生产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多元主体联络机制和负责任的病害防控制度[6]，制定病害防控能力培训、

比对和评估方案，形成全省水产养殖疫病防控体系全方位立体管理模式，系统强化全省水生动物疫病的

测报、监测和防控力量。 
五是建设区域生物安保体系试验示范基地。坚持高、新要素引领，积极推广生物安保理念，体现水

生生物安保体系建设内涵，将苗种产地检验检疫、现代渔业园区升级版建设和绿色病防模式等内容与渔

业信息化技术有机衔接，在养殖重点区域培育和打造龙头企业水生生物安保体系建设典型示范，建立区

域与企业相协调的生物安保体系模式，推动水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7]。 

5. 结语 

立足于《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的“构建海参、藻类、贝类和虾类 4 个产值

千亿元产业链”和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全省智慧农业发展的意见》的时代背景，建设山

东省水生生物安保体系，有机集成数据采集、实时监控、远程指导、辅助诊断及风险预报等服务功能，

建立区域与企业相协调的生物安保模式，实现养殖品种病害风险准确识别和区域化[8]、集约化、快速化

处置，满足不同主体应用需求，形成病害防控与健康养殖整体推进的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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